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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的一些内容仍然保留或
作了修改，但有不少内容是新增加的，一方面补充了这十多年来其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一方面也
更多了一点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读者可以看到，和原书相比，这部书稿改动的幅度相当大的
，有不少章节几乎是重写，所以书名也改为《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关于本书的体例，有一点需要说明：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各个研究者使用的术语不完全一致。同时
，各个研究者引例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本书在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时，他们使用的术语和引例方式都
照原样，而不强加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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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近代汉语  第三节 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第二
章  近代汉语研究的资料  第一节 近代汉语资料简介    一 唐五代    二 宋代    三 元代    四 明代  第二节 语
言资料的鉴别  第三节 语言资料的分析第三章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的研究    一 唐五
代西北方音的研究    二 唐代声调的研究    三 唐五代西北方言和现代方言    四 小结  第二节 宋代语音的
研究    一 《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研究    二 朱熹反切研究    三 小结  第三节 元代语音的研究    一 《中原
音韵》研究    二 《中原雅音》研究    三 小结  第四节 明代语音的研究    一 《韵略易通》、《等韵图经
》、《韵略汇通》研究    二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中的汉朝对音    三 《西儒耳目资》研究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共同语第四章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第一节 近代汉语的代词    一 人称代词    二 指示代
词    三 疑问代词  第二节 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    一 了    二 着    三 底、地和的  第三节 述补结构    一 动
结式    二 带得的述补结构  第四节 处置式    一 处置式的产生和类型    二 外置式形成的途径    三 处置式
功能的历史发展  第五节 近代汉语的被动式    一 被字句    二 吃字句    三 教字句和给字句    四 小结  第六
节 近代汉语的语气词    一 啊    二 吗    三 呢第五章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第六章  作品的断代和方言成分的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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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精彩短评

1、老师推荐的考试必备书，物流不错
2、好难啊。。。内容很多。。。书很扎实。。。
3、名家之作，非常专业的作品　值得推荐
4、帮人买的，她觉得还不错
5、帮朋友代的一本书，当当的服务还是不错的，书的价格也合理，这本书很有参考价值。
6、近代汉语研究的专业著作，很经典。
7、近代汉语入门书籍，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研究生必读教材
8、书是好书，老师推荐的！但是！就在我刚收到书打算到网上评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降价了！这
让我说什么好？！！！！就这一点我很不满意！！！
9、中文系近代汉语课程用书。没开的可不用。这次打折真划算。
10、书的结构很好，对自己的帮助比较大！
11、这本书真的很好，研究语法什么的必须看到呃
12、它给了我们一个框架，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剩下的就是如何填充我的脑袋！
13、这是一本关于近代汉语汉语研究概况的书籍，听师兄介绍过，说很不错，很是期待，今天终于到
了！
14、商品质量很好!服务态度好!及时到货!满意!
15、看起来不错，挺有用的。
16、只看了第四章
17、蒋绍愚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是一流的，他的书，只要是我读过的，都极好。这本书想必不会让人失
望。
18、值得语法研究的一读
19、具体的讨论 还是看具体的文章吧  不愧是蒋先生 说话就是清楚 一看就明  而且丝毫不枯燥 对于初
学者是很好的入门书
20、蒋老师的书，原先只是查过，近日细读。全书六章，首先界定近代汉语，之后分别从研究资料、
语音、语法、词汇讨论，最后是部分研究资料断代和方言研究的讨论。全书主要以述评的方式为主，
先综述前人研究，再谈自己的看法，有很多非常独到的见解，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适合初学和考试
复习。但是全书偏重语法部分，语音部分虽然丰富但是仍不够充分，词汇部分则重点介绍了研究方法
。应作为索引，继续结合《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及近代音和词汇史研究的其他著作一块阅读。
另外听闻蒋老师进来准备重修此书，或许在丰富语法部分也充实丰富语音和词汇部分的内容。
21、比较难买到，很好的书。
22、很喜欢看蒋绍愚先生的书，值得一读
23、很喜欢 考研要用的 速度希望再快一点
24、蒋老的书 还是很有必要买的。去年保研考试就考到了。。so
25、近现代汉语研究的最好的入门书！
26、为了写毕业论文买的，内容很充实，不错
27、对专业学习有很大帮助
28、　　全书一共336页，分六章，其中第五章语法研究有191页，占56.8%啊！（希望没有算错！）结
果我基本都没有看懂。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讲点其他的吧。
　　
　　第一章从汉语史的分期讲起，说到近代汉语的上下限，以及研究的意义与现状。是个大帽子。
　　
　　第二章介绍研究资料，不过主要侧重的是词汇和语法。
　　
　　第三章讲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基本是选取某一著作作为代表、示范，比如唐五代以罗常培先生《
唐五代西北方音》为主展开，附带讲了唐五代时期的声调，不过声调这个调类还成问题【有老师说中
古时期实际上是四声八调，这样比较好解释后来为什么南方地区还有八调或以上数量的调类，不然，
为什么北方趋于合并而南方却分化呢？】，更别说调值了。我真心不知道他们这种调值是怎么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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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的。《悉昙藏》那段话实在不好懂。
　　宋代，北宋以《皇极经世书声音图》为主，南宋以朱熹反切为主。元代讲了《中原音韵》和《中
原雅音》，对重要问题和研究现状的概括都很简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认为《中原》的基
础方言是大都话。【我觉着吧，其实中原音韵换个话说就是普通话的意思，中原就是中州，不过不仅
仅是个地理概念，其实也是个文化概念，找基础方言不一定有明确结果】明代则讲了《韵略易通》《
韵略汇通》《等韵图经》《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西儒耳目资》等。
　　第三章的第五节是讲近代汉语共同语的，这一节很值得一读。蒋绍愚先生很善于提出问题，然后
以问题为纲展开论述。这一节里“要讨论的是：近代汉语的共同语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基础方言和标
准音？它怎样发展成现代汉语的普通话？”现在有不少人以为每一朝代都是以首都的语音为共同语的
标准音的，但是情况不是如此简单。共同语可能因为一朝一代的改变，因为迁都的改变而轻易改变么
？其实不然。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共同语实则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并不是象如今的普通话一样有明
确的标准。某次董健讲话，一口山东腔，X老师说，“你们不要笑，他讲的也是官话呢！”所谓“蓝
青官话”，讲的正是虽说是官话，但是夹杂有各地口音，并不精纯。所以鲁先生讲明代官话是以南京
方言为基础方言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蒋绍愚先生另外提示的两点也值得注意，一是区分标准音和正音，前者是人们学说“官话”所模
拟的具体的活的语音系统，后者则主要是读书人心目中认定的语音。二是认为明代官话（共同语）分
为南北两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是官话，以南京音为标准的也是官话。这实在是个通达的想法。因此
特意标记一下。
　　
　　然后就到第四章语法了。真的看不懂。标记一下章节目录，以后好查。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
词、疑问代词。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了、着、底、地、的。述补结构：动结式、带“得”的述补结
构。处置式：把。被动式：被、吃、教（叫）、给。语气词：啊、吗、呢（那、哩）。貌似引了很多
梅祖麟的看法。话说把这几个词讲的看得我是如坠五里雾中啊。自己都不会用了。
　　
　　第五章词汇研究。相比于前两部分而言，这章内容最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有《古汉语词汇
纲要》一书，所以详彼略此了。词汇部分少的原因是词汇研究集中在语词的考释上，而系统的研究则
比较少而且比较难。汪维辉先生讲要区分训诂学和词汇学，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词汇是不是能成为一
个系统还有争议，即便可以成为系统【蒋先生即认为是一个系统】，较之语音、语法系统还要复杂，
也不那么严密，所以该怎么描写和解释是件难度颇大的工作。蒋先生提出了以下六方面的工作：词汇
的考释、构词法的研究、常用演变的研究、专书词汇的研究、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近代汉语词汇
发展史的研究等。所提示词语考释的方法，也值得参考。包括认字辨音、参照前人诠释、排比归纳、
因声求义、参证方言、推求语源等。举的例证都很精当。
　　
　　第六章是作品的断代和方言成分的考察。作品断代有文献学和语言学两种方法，语言学方法中又
有根据某些特殊词语和根据语音、语法词汇特点考察两种。不过个人觉得用语言学方法进行断代应当
慎重。首先，需要断代的作品往往是无主名的或者说非成书于一人之手的，这里面的主体民间的诗文
小说。乐府诗中比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等，小说里面比如宋元明时代的话本小说。首先，
要断代的话要看断代的是什么？是作品的创作年代呢？还是作品的成书年代，或者说定型年代呢？以
上这些作品都具有相当强的层累性，不是一时一地一人完成的，而经过了一个长期不断修改增饰美化
的过程，好像给一块坯布上色、绣花，最后成型，那么怎么进行剥离呢？或者说，剥离出来的究竟是
哪个层次的时代呢？用语言学方法之所以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原因正在于此。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而未必能作出肯定的结论。更进一步，其实用文献学的方法对这些作品进行断代也很困难。原因还是
上述所说的。个人觉得确定下限还是可能的，推测上限则比较危险。至于作品中方言成分的考察，也
成问题。因为说某一词汇是方言，究竟是哪个层次的方言呢？是此地仅有的，还是某一地区共有的，
还是本来是方言而后来进入共同语的呢？此书中的方言，在当时当地的情况如何，在此时此地的情况
又如何，如果都有还好说，如果前有后无又该怎么解释呢？总之，这种分析的导向似乎是欠妥的，不
是说不能做，但一定得慎重，不然的话就是枉费工夫了。
　　
　　总的来说，还是介绍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前沿情况的，就是各部分比重不协调，语法的太多太多太

Page 5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多啊。希望能加强语音和词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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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全书一共336页，分六章，其中第五章语法研究有191页，占56.8%啊！（希望没有算错！）结果我
基本都没有看懂。不知道该说啥好了。讲点其他的吧。第一章从汉语史的分期讲起，说到近代汉语的
上下限，以及研究的意义与现状。是个大帽子。第二章介绍研究资料，不过主要侧重的是词汇和语法
。第三章讲近代汉语语音研究，基本是选取某一著作作为代表、示范，比如唐五代以罗常培先生《唐
五代西北方音》为主展开，附带讲了唐五代时期的声调，不过声调这个调类还成问题【有老师说中古
时期实际上是四声八调，这样比较好解释后来为什么南方地区还有八调或以上数量的调类，不然，为
什么北方趋于合并而南方却分化呢？】，更别说调值了。我真心不知道他们这种调值是怎么拟出来的
。《悉昙藏》那段话实在不好懂。宋代，北宋以《皇极经世书声音图》为主，南宋以朱熹反切为主。
元代讲了《中原音韵》和《中原雅音》，对重要问题和研究现状的概括都很简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比如说认为《中原》的基础方言是大都话。【我觉着吧，其实中原音韵换个话说就是普通话的意
思，中原就是中州，不过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其实也是个文化概念，找基础方言不一定有明确结果
】明代则讲了《韵略易通》《韵略汇通》《等韵图经》《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西儒耳目资
》等。第三章的第五节是讲近代汉语共同语的，这一节很值得一读。蒋绍愚先生很善于提出问题，然
后以问题为纲展开论述。这一节里“要讨论的是：近代汉语的共同语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基础方言和
标准音？它怎样发展成现代汉语的普通话？”现在有不少人以为每一朝代都是以首都的语音为共同语
的标准音的，但是情况不是如此简单。共同语可能因为一朝一代的改变，因为迁都的改变而轻易改变
么？其实不然。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共同语实则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并不是象如今的普通话一样有
明确的标准。某次董健讲话，一口山东腔，X老师说，“你们不要笑，他讲的也是官话呢！”所谓“
蓝青官话”，讲的正是虽说是官话，但是夹杂有各地口音，并不精纯。所以鲁先生讲明代官话是以南
京方言为基础方言恐怕还是有问题的。蒋绍愚先生另外提示的两点也值得注意，一是区分标准音和正
音，前者是人们学说“官话”所模拟的具体的活的语音系统，后者则主要是读书人心目中认定的语音
。二是认为明代官话（共同语）分为南北两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是官话，以南京音为标准的也是官
话。这实在是个通达的想法。因此特意标记一下。然后就到第四章语法了。真的看不懂。标记一下章
节目录，以后好查。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了、着、底、地
、的。述补结构：动结式、带“得”的述补结构。处置式：把。被动式：被、吃、教（叫）、给。语
气词：啊、吗、呢（那、哩）。貌似引了很多梅祖麟的看法。话说把这几个词讲的看得我是如坠五里
雾中啊。自己都不会用了。第五章词汇研究。相比于前两部分而言，这章内容最少，不知道是不是因
为作者有《古汉语词汇纲要》一书，所以详彼略此了。词汇部分少的原因是词汇研究集中在语词的考
释上，而系统的研究则比较少而且比较难。汪维辉先生讲要区分训诂学和词汇学，是值得重视的。但
是词汇是不是能成为一个系统还有争议，即便可以成为系统【蒋先生即认为是一个系统】，较之语音
、语法系统还要复杂，也不那么严密，所以该怎么描写和解释是件难度颇大的工作。蒋先生提出了以
下六方面的工作：词汇的考释、构词法的研究、常用演变的研究、专书词汇的研究、各阶段词汇系统
的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等。所提示词语考释的方法，也值得参考。包括认字辨音、参照
前人诠释、排比归纳、因声求义、参证方言、推求语源等。举的例证都很精当。第六章是作品的断代
和方言成分的考察。作品断代有文献学和语言学两种方法，语言学方法中又有根据某些特殊词语和根
据语音、语法词汇特点考察两种。不过个人觉得用语言学方法进行断代应当慎重。首先，需要断代的
作品往往是无主名的或者说非成书于一人之手的，这里面的主体民间的诗文小说。乐府诗中比如《孔
雀东南飞》《木兰辞》等等，小说里面比如宋元明时代的话本小说。首先，要断代的话要看断代的是
什么？是作品的创作年代呢？还是作品的成书年代，或者说定型年代呢？以上这些作品都具有相当强
的层累性，不是一时一地一人完成的，而经过了一个长期不断修改增饰美化的过程，好像给一块坯布
上色、绣花，最后成型，那么怎么进行剥离呢？或者说，剥离出来的究竟是哪个层次的时代呢？用语
言学方法之所以会导致不同的结论，原因正在于此。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而未必能作出肯定的结论
。更进一步，其实用文献学的方法对这些作品进行断代也很困难。原因还是上述所说的。个人觉得确
定下限还是可能的，推测上限则比较危险。至于作品中方言成分的考察，也成问题。因为说某一词汇
是方言，究竟是哪个层次的方言呢？是此地仅有的，还是某一地区共有的，还是本来是方言而后来进
入共同语的呢？此书中的方言，在当时当地的情况如何，在此时此地的情况又如何，如果都有还好说
，如果前有后无又该怎么解释呢？总之，这种分析的导向似乎是欠妥的，不是说不能做，但一定得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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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不然的话就是枉费工夫了。总的来说，还是介绍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前沿情况的，就是各部分比重
不协调，语法的太多太多太多啊。希望能加强语音和词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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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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